
“万古生春”。

进村时，村口的四字牌匾道尽了古生

村的古老与生机。

村如其名，古生村的一切都蕴含着穿

越时光的古朴味道。而田间劳作的村民、

沿路的绿树红花又彰显着勃勃生机。

旭日东升，阳光洒在洱海上，浪花卷起

千层雪。青瓦白墙的古朴民居、秀美的田

园美景，连接着人们对山水的情感，留住了

悠悠乡愁。

山水之间 田园风光

遥望苍山，眼前那发源于莲花峰和五

台峰之间的阳溪，正奔流而下。

千 百 年 来 ，四 季 不 绝 的 河 流 浇 灌 着

1200 多亩农田，孕育着古老的村庄。田野

纵横交错，民居错落分布，古生村便坐落在

这里。

虽然濒临洱海，古生村却是一个以农

耕为主的村子。大理的坝子历来盛产稻

米，其中“湾桥米”最受人追捧，而古生村正

是其中重要的产地之一。充足的日照和高

海拔的昼夜温差环境，形成了这里独特的

稻米风味，热销时常常“一米难求”。

夜宿在村民自己办的民宿中，早上刚

刚醒来，一股稻米的清香便传了过来。老

板何利成正在煮饭，问了才知，这些米都来

自村口的那几百亩生态示范田。

几 年 前 ，当 地 大 力 发 展 绿 色 生 态 农

业。“来试试，这个新‘湾桥米’。”在老板的

招呼下一品尝，配上当地村民自己种的蔬

菜，果然鲜美回甜、口口留香。

天刚刚亮，村里的菜市场便开了门。

何利成早早去赶了集，买回来几条鲜鱼。

大理酸辣鱼是当地传统美食之一，酸能生

津解暑，辣能祛湿开胃。

如今，随着洱海保护力度的加大，沿湖

的鱼塘、耕地已经退塘退耕，建成湿地公

园 ，鲜 鱼 等 食 材 也 是 从 其 他 地 方 运 送 过

来。近些年新开通的生态廊道，更是成为

人们观洱海盛景的宝地，如同珍珠一般，将

白族村落与洱海紧密相连。

照壁文化 耕读传家

“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古生村保

留着传统白族民居的样式，在这里还可以

看到“六合同春”这样颇为壮观的白族组合

式民居。

“不同的制式显示着每一个家族的情

况 ，四 合 院 以 上 的 重 院 都 是 大 家 庭 的 格

局。”村民何显耀介绍。

村民李德昌的家就是典型的白族庭

院，青瓦白墙的房子上雕梁画栋，正对着一

面极具白族特色的大墨画照壁。2015 年 1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李德昌家，只

见小院宽敞明亮，红花朵朵，绿意盎然，称

赞道：“这里环境整洁，又保持着古朴形态，

这样的庭院比西式洋房好，记得住乡愁。”

大门、照壁、墙面、木雕……各种细节

体现着白族人对于建房的重视。门楼、照

壁、转角马头、檐廊……随处可见精美的彩

绘。水墨淡彩与青瓦白墙相映成趣，如同

一幅田园村落的画卷。

沿着村庄里的石板路走到一家人门

前，白色的照壁上书写着四个大字：“琴鹤

家声”。

据传，“琴鹤家声”的家风来源于北宋

赵抃为官清廉、与琴鹤相伴的典故。这四

个字也寓意着对后人的勉励：要始终保持

清廉简朴的作风。

每一幅题字，都讲述着正德修身的故

事，传承着一种家风。还有一些人的家中

则写着“人文蔚起”“苍洱毓秀”这样的落

款。“照壁题款正是这家人最值得自豪的地

方，已经成为传统家庭教育的一部分。”何

显耀说。

古色古香 诗意传承

“开戏啦！”孩童们奔走相告。村里的

古戏台上，白族的大本曲开唱，古生村文艺

队跳着自编的舞蹈。

这个古戏台，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距

今已经有 150 多年的历史。戏台藻井上美

轮美奂的彩绘和题书让人忍不住惊叹。

“这个戏台最能代表白族人民的传统

理念和文化传承。”何显耀指着戏台的彩绘

介绍，渔、樵、耕、读，松、竹、梅、兰，“这样的

图案，显示着白族人民自古以人为本、耕读

传家的文化传统。”

就在戏台的不远处，一棵大榕树长得

非常茂盛，相传已经有 300 多年的树龄，更

是村民最喜欢休息玩耍的中心之地。

在村里的刻石上，记载着这样一段话，

摘自清末民初写就的《古生村福海寺水晶

宫历史碑记》：“村字古生，历年久矣，原其

意，人多朴实聪明，无骄傲夸张之习，因而

名之……”

古戏台、古树、古桥，古生村一派千年

古村的风貌。近年来，古生村坚持修旧如

旧，对村里的凤鸣桥、古戏台等文物古迹进

行提升修缮，对有浓厚历史和民族文化底

蕴的白族民居古院落进行挂牌保护。“我们

要把古生村的古意传承下去，把古生村的

生机展示出来。”古生村党支部书记何桥

坤说。

图①：古生村一隅。

赵普凡摄（人民视觉）

图②：工作人员在洱海打捞杂物。

图③：古生村的白族老人在整理刺绣

作品。 杨继培摄（人民视觉）

图④：青年画家常欣在古生村创作的

写生作品《主人家的三角梅》。

常 欣供图

图⑤：古生村白族民居。

杨 峥摄（影像中国）

图表数据来源：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

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指挥部

从大理站驾车 50 分钟即可到达古生

村；在大理古城也有乡村公交专线，在“古

生村站”下车即可。村中可欣赏千年古村

的风貌、品尝地道的白族美食，在临水的生

态廊道处，还能近距离观赏洱海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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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位于洱海边，是一

个典型的白族传统村落，已有上千年历史，2014 年被列入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

2015 年 1 月 20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古生村，步行穿过

村中街巷。总书记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

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

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走进传统村落⑨R

清晨，美丽的村庄还沉浸在

一片静谧时，严丙前已经在湖湾

边 上 打 捞 出 不 少 枯 草 和 漂 浮

物。“昨夜风大浪急，光是听着声

就想着今天的活计肯定不少。”

65 岁 的 严 丙 前 穿 着 橙 色 小 马

褂，他是古生村当地的一名滩地

管理员。村里两三个人管着两

三公里的岸线，无论刮风下雨，

严丙前和他的同伴都要负责打

捞洱海里的枯草杂物、清理滩地

淤积物。

洱海，这片水涌动着村民最

古老的乡愁。上世纪 80 年代，

洱海的水质较好，但随着流域经

济发展、人口聚集和生产生活方

式变化，水质逐渐富营养化。

清澈见底的“高原明珠”面

临危机。为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很多村民都主动将自己家中的

土地流转出来，进行生态农业种

植试验，严丙前就是其中之一。

流转土地后，严丙前成了洱

海边一名滩地管理员。“虽然活

儿挺辛苦，但我想着总要有人来

干。”让洱海恢复从前的清澈，一

直是严丙前的心愿。

为了保护洱海的生态环境，

环洱海的每一个村，都有专职的

保洁队和清理人员。除了滩地

管理员，还有湿地管护员、蓝藻

打捞员、河道管理员、保洁员等

各类人员，多达 2000 多人，大部

分都由当地的村民担任。

挥动着钉耙，严丙前将近岸

的水葫芦和杂物往岸上拖。最

近 风 大 ，吹 得 严 丙 前 有 些 站 不

住。正工作着，村民张顺江从村

口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今天他是

来替同为保洁员的媳妇赵光玉

代班的：“媳妇特意交代，最近水

里杂物多，不能请假，清理干净

了才能回来。”

清理完近岸的垃圾，再远一

点的水域，严丙前就需要和同伴

们划着船去了。保洁船在湖里

缓慢地划行着，看准枯草杂物，

严丙前下网兜，再娴熟地捞起，

没 多 久 就 满 载 而 归 ，只 是 这 一

次，船里装的并不是鱼虾，而是

枯草杂物。

严丙前说，现在这些枯草杂

物将和洱海流域产生的其他有

机废弃物一起运送到工厂，收集

处理后加工成有机肥再回到洱

海 畔 的 农 田 里 。“ 又 绿 色 又 环

保！”严丙前欣喜地说。

保护好身边的一泓清水

本报记者 李茂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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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贴士R

2015 年 1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洱海边仔细察看生

态保护湿地，听取洱海保护情况介绍。他强调，一定要把洱

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

景永驻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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